
梯青塔湿地公园内新建的智能健身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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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和找准工作重点， 清镇市以

“四张清单” 为主要抓手，不断加强工

作统筹力度，推动“一圈两场三改” 项

目建成投用。

聚焦“意见清单” 广纳民意。 围绕

“建设前、建设中、建成后” 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发动群众全过程

参与“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 突出“问

需” ，全面找准居民需求，全市共计发

动 8.5 万人参与问卷调查，充分收集汇

总各类需求意见。突出“问计” ，邀请居

民代表全程参与 “一图一表” 联评联

审， 建立专家库开展专业技术指导，聘

请居民义务监督员实施监督，扩大居民

参与渠道。突出“问效” ，通过开展项目

投用运维回头看，“12345” 公共服务热

线平台按月收集居民意见，国家统计局

贵阳调查队按半年度开展满意度调查，

建立常态化居民问题反馈办结台账等

方式，解决居民反映问题。

聚焦“项目清单” 建优用好。 突出

一季度抓启动率、 二季度抓开工率、三

四季度抓完工率的工作时序，在确保质

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建” 的速度。统

筹全市 17 家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建立相

关设施场所的运营管理机制，鼓励企业

参与，提升可持续运营能力，加强“管”

的力度。 做好资源共享，不断盘活存量

资源，按照应开尽开的原则，推动全市

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等 16 处停车场

1200 个停车位、18 所学校体育场馆实

现错时免费开放，加大“用” 的深度。依

托“壹刻宝” 小程序等智能平台，开发

应用赋能公共配套服务， 推动社区文

化、教育、运动等便民服务线上预约、线

下服务，做好“数字” 赋能。

聚焦“责任清单” 推动落实。 围绕

工作“细、严、实” ，将细化责任、严格督

查、考核问效落到实处，推动工作实现

闭环管理。 建立了市领导、专班、部门、

街道、社区五级责任清单，确保工作压

力层层传导到位。 坚持问题导向、结果

导向，强化重点督查、现场督查。专班办

公室累计开展督办督查 86 次， 发现问

题 36 个，整改 36 个。 结合督查及工作

中发现的问题， 建立问题整改清单台

账，督促相关责任单位逐一对照整改销

号，并组织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 ，定

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 对整改不力、进

展缓慢的单位及时进行提醒约谈，情节

严重的严肃追责问责。

聚焦“资金清单” 保障实施。 围绕

“投、引、争 ” 工作思路建立“资金清

单” ，通过财政投入一批、市场化引导

一批、其他主体争取一批，多措并举缓

解资金难题。 针对司法所、微型消防站

等公益性项目， 以财政资金投入为主，

通过积极向上争取等方式想方设法予

以保障，过去三年“一圈两场三改” 争

取到中央专项 （补助） 资金、 省专项

（补助） 资金、 市区财政资金 6.47 亿

元。 通过城市更新和政策创新，加强项

目包装，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参与，过去

三年全市“一圈两场三改” 争取到专项

债发行额度 2.82 亿元、 银行融资贷款

3.61 亿元、省级新型城镇化基金 1.5 亿

元， 市场化运作资金 34.21 亿元。 积极

引导通信专营单位履行社会责任，出资

参与“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专营单位

参与投入资金 0.02 亿元。 此外，还鼓励

村集体、 居民等社会主体积极出资参

与，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走进清镇市中环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志愿者的及时指引 、宽敞明

亮的大厅、几乎不用排队的就诊服

务，让人感到很暖心。

两年前， 这里还是 “蜗居” 一

般的服务环境。 “在‘一圈两场三

改’ 中，中环社区的卫生服务由站

改为中心， 面积从 500 多平方米增

加到 2000 多平方米。 ” 中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波说。 此次改

造让群众就近就医的需求得到更

好满足。

全新投用的中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内设全科、 中医康复、慢

病 、妇科 、预防接种及儿童体检等

10 余个科室； 配备有数字 DR、彩

超 、心电图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及五分类血球分析仪等医疗设备；

拥有包括全科、中医、外科、妇科等

专业技术人员 20 余人， 医共体总

院派驻帮扶专家团队长期坐诊 10

余人。

此前， 经常有附近的群众

晚上打电话来咨询。 为方便

群众就医， 该中心实行全

年不休的 24 小时诊疗服

务， 日均门诊量 100 多

人，其中夜间门诊 30 余人左右。

这是清镇市建设“15 分钟健康

医疗服务圈”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清镇市充分利用各医疗机构宣传

载体及宣传阵地，引导更多群众关

注和参与 “15 分钟健康医疗服务

圈” 建设，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

的良好氛围。 清镇市卫健局结合工

作实际，制作清镇市“15 分钟健康

医疗服务圈” 调查问卷，通过线上

线下的方式发动群众 4639 人参与，

收到群众意见建议 6 条。 同时，根

据群众意见及建议反馈， 制定了

《清镇市卫生健康局关于解决“15

分钟健康医疗服务圈” 群众意见的

工作方案》， 针对每一条意见及建

议，提出明确工作措施，确保整改

有成效。

接下来，清镇市计划持续加大

宣传力度，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

“15 分钟健康医疗服务圈” 的知晓

率。 依托县域内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二级医疗机构帮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远程医疗应用，不断提升

辖区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

能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

便捷的医疗服务。

过去几个月， 清镇市民潘大洲养

成了一个新习惯———基本上每天都会

到家附近的梯青塔湿地公园的智能健

身驿站锻炼身体。 这个新建的智能健

身驿站有动感单车、划船机、深蹲器、

体脂监测站等器材设备，24 小时免费

向公众开放。

为提升 “15 分钟生活圈” 质量，

鼓励更多群众参与运动健身， 清镇市

文旅局正在逐步打造覆盖城区所有人

口的体育基础设施， 包括智能健身驿

站、 多功能运动场、 室外综合健身场

等，主要措施是“体育 +” 。

“体育 + 智慧” 引领全民健身新

风尚。推进体育数字化进程，将体育运

动与数字技术相结合， 构建科技智慧

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健身驿站，

围绕“智慧健身” 的设计理念，设置包

含深蹲器、臂力器、动感单车、体质监

测站等不同类型、 不同功能的智能健

身器材。通过智能设备，可以对使用者

的身体健康数据、 运动数据进行收集

整理，并直观地反馈给用户，还可将运

动数据上传到系统， 与全省智能健身

驿站用户进行线上“PK” ，有效提升

各年龄群体参与全民健身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体育 + 康养” 促进全民健身与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在确保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全覆盖的前提下， 创新发展

思路， 因地制宜、 因势利导， 打造以

“体育 + 康养” 为主题的公共体育设

施。 在四季贵州山地温泉水世界建设

室外综合健身场， 游客可在温泉疗养

之余进行日常健身。 在清镇市第一人

民医院打造集运动休闲、 康养保健为

一体的多功能运动场， 不仅可以为周

边居民提供一个日常锻炼的室外健身

场所，还能缓解医务工作者的压力，帮

助患者更好地疗养康复。

“体育 + 文化” 打造群众身边的

体育文化生活圈。 以“便民、利民” 为

原则，努力搭建平台，多方整合资源，

不断促进基层体育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将体育项目与文化项目相结合，在

凉水井村文化中心、 水晶西部文化中

心、滨湖街道文化站等项目旁，利用闲

置空地，建设多功能运动场、室外综合

健身场， 居民只需到一个站点即可享

受完整的体育文化服务。 利用已建成

的全民健身场地广泛组织开展如“新

时代文明实践”“8 月 8 全民健身日”

“浓情邻里˙阳光童年亲子运动会”

“社区 3V3 篮球赛” 等贴近群众的体

育文化活动，在弘扬体育精神的同时，

传播践行“健康生活” 理念，让群众享

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

神文化生活。

贵阳市体育文化公园， 家长推着婴儿车在花丛中漫步，

畅享清新空气；贵阳杉杉广大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年轻人下

班后“放肆” 购，一站式购好今春全部穿搭；中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365 天×24 小时不间断贴心服务，让群众舒心诊疗；

湖城社区食堂，优惠健康的“小碗菜” 热气腾腾，就餐的老年

人竖起大拇指……这是清镇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幸福画卷。

民心所向，政之所往。 2021 年至 2023 年，清镇市全力推

进“一圈两场三改” ，共计打造 11 个“15 分钟生活圈” ，实

施 535 个项目建设，新增公共停车位 6037 个、智慧停车位

6866 个，改造提升农贸市场 5 个，优化调整惠民生鲜超市门

店网点 6 个， 完成 38 个棚户区改造项目、72 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195 个背街小巷改造项目， 将民生之盼接连不断地

转化成民生之赞。

清镇城区一景。

“一圈两场三改” 是重要的民

生工程、 城市治理工程和干部作风

工程， 为了坚决兑现对人民群众的

庄严承诺， 清镇市党政主要领导带

头推进。

建立“一把手” 统筹机制。 清

镇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积极谋划

部署和督办 “一圈两场三改” 工

作，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积极组

织开展调研与监督，各涉及部门和

街道主要负责人充分调度，聚焦任

务书、责任人、时间表三个核心要

素，围绕“四个清单” 精准精细进

行任务分解，全力统筹推进“一圈

两场三改” 项目建设。

建立一体化推进机制。 专班办

公室设在市政府办公室， 抽调专人

集中办公， 密切联系协调各工作专

班、部门和街道开展工作，制定统一

的建设标准、目标计划、工作流程，

形成横到边、 纵到底的一体化推进

机制，相继制定《15 分钟生活圈一

图一表》《清镇市“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清镇市“一圈两场三改” 建设调

度机制》《清镇市“一圈两场三改”

征求群众意见机制》《清镇市 “一

圈两场三改” 服务设施共享机制》

《清镇市“一圈两场三改” 项目共

管机制》《清镇市“一圈两场三改”

市场化运营机制》《清镇市 “一圈

两场三改” 建设“三问” 工作法工

作方案》 等 10 余项配套制度及标

准，形成“统一规划、统一实施” 的

协同推进机制， 为扎实推进工作提

供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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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中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清镇市全力推进“一圈两场三改”

将民生之盼转为民生之赞

的边身众群

业开连接堂食区社

种养殖基地直供新鲜健康食材，饭菜价格比市场价格低 5%至 20%，消

费累计满 100 元当月购买桶装水免单……3 月 20 日， 清镇市湖城社区食堂开业，给

社区群众带来利好消息。

湖城社区食堂主要服务红树东方小区，该小区有 6000 多名居民，包括 500 多名 60 岁以

上的老人。 开办社区食堂，是社区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众一直以来的期待。 为提升“15 分钟生活

圈” 的公共服务，湖城社区引进了餐饮管理企业，经过装修、设备安装、人员培训等过程，社区食

堂顺利开业。

湖城社区食堂推出了实惠餐食，每天提供 15 至 20 个“小碗菜” 菜品，其中，素菜 3 元一份、小荤

菜 5 元一份、大荤菜 10 元一份、特色菜 15 元一份，有辣子鸡、红汤牛肉、扎佐蹄髈、猪脚等火锅品种，

还提供家庭订餐、工作订餐、生日订餐等服务。

“有了社区食堂，不想做饭的时候吃饭就有着落了。 ” 家住湖城社区的张女士说，她和老伴都很喜

欢社区食堂，开业当天就去点了两荤三素的“小碗菜” ，口味合心、价格实惠，人均消费 10 元左右，还

吃到了免费水果，今后肯定会经常光顾。

这并不是清镇市第一家社区食堂。3 个多月前，清镇市首个社区食堂———“中铁·拾堂” 在中铁云

湾小区投用。 “中铁·拾堂” 干净的环境、丰富的菜品、可口的味道，吸引了不少社区居民等前往就

餐，中午高峰期用餐人数在 100 人以上。

清镇市已将社区食堂纳入全市“15 分钟便民生活圈” 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自主

建设、自主经营，实现可持续运营，构建布局合理、食品安全、价格实惠、服务便利、管理规范、

社会力量参与为主体的社区食堂服务体系。

在推进社区食堂建设过程中， 清镇市充分考虑特殊困难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的身

体特点和生活需要，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定制化营养菜品，增加适老便民设施设备

及服务项目，例如配置无障碍设施、地面铺设防滑地砖、安装空调等，确保

老年人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同时，鼓励有条件的社区食堂拓展“店

中店” 便民服务，集合食品微超市、中医理疗、康复治疗、书法

乐器、儿童“课后作业区” 等配套服务，丰富社区食

堂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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